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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 
——以蒙古族文化为例

康晓鹰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锡林郭勒 026000）

【摘 要】 现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延伸出很多新的科学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文
化财富，在相关的文化传承和保护中，也越来越多的应用现代科技。其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益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蒙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为例，研究虚拟现实技
术在该地区文化传承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研究虚拟现实技术在蒙古族文化传承中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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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多媒体技术、无线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人机接

口技术等，其综合了多种技术的优势，再借助 3D动态
效果，模拟文化的真实场景，构建相关文化遗产的立体

形态，让观众仿佛置身其中，调动用户的多种感知，感

受文化氛围，体味文化情调，获得对应的文化感知和体

验。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中，用户可以佩戴相应的设

备，体味文化的奇妙。

蒙古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地

域文化特色鲜明，也有很多的文化遗产，通过虚拟现实

技术应用，对蒙古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遗产进行还原，

还可以在虚拟现实环境中，增加相关的自然灾害和社会

变迁过程，来营造蒙古族文化的生存环境，让观众明确

文化的演变和现实情况，通过记录和还原文化原来的面

貌，让大众体验地域文化的魅力，获得对蒙古族文化的

深刻认知。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保护蒙古族文化不因时

代变迁而消亡，增强地区文化的可传播性，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实现蒙古族文化在网络中高效、快速、广泛的

传播，也能够方便及时的文化调用，突破文化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在了解和感受蒙古族文化的过程中，只需要

借助一些设备，就可以全方面的解读蒙古族文化，获得

别样的体验和感知。且在这种文化的传承中，还能够实

现高效的资源共享，促进资源价值不断提升。

此外，虚拟现实技术和其他文化传承的方式和技术

相比成本更低，只是在文化传承的前期开发、资料整合

和建模等过程中需要较多的投入，但是后期维护比较简

单，成本低，且能够一劳永逸，让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变得轻松、有效。

2  虚拟现实技术在蒙古族文化传承中的具体应用
现状

目前，蒙古族的文化传承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已经比较普遍，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构建文化的基

本环境和立体框架，让观众可以通过屏幕环绕的封闭空

间，直接触摸一些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物、动物、飞禽

等图案和符号，在触摸的一瞬间，屏幕上还会出现相应

符号的文化内涵和寓意，这就是目前在地区文化传承中

西方国家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已经将数字技术应用
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且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取
得了理想的成效。随着对非遗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除

了应用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教育手段对其进行传承和

传播外，技术手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实际上，非遗

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依存条件以及人民保护意识的

影响，传统的保护和传承方式效果并不理想，要实现对

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通过相应的设备，将

图文声像等信息转化成可以识别的二进制数字，在一系

列的加工处理和传播、还原后，实现对信息的高效传输，

这种技术目前在众多领域都获得了应用，且效果显著。

借助数字化技术，可以实现对优秀文化的数字化记录，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支持，将传统文化进行还原，这对拯

救濒危文化，传承优秀文化，扩大文化影响力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

1  虚拟现实技术及其在蒙古族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价值

1.1 虚拟现实技术内涵
虚拟现实技术，实际上就是借助综合数字化技术，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模拟、仿真和复原的技术方法。

随着文化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不断出现，很多传统优秀文

化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对人类来说是巨大的损失，

所以需要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承。而实际上，很多

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缺乏传承人，文化受众减少，相关

的物质文化濒危，进而逐渐走向消失的边缘。一些优秀

传统文化遗产，可能只能留在部分人的记忆中了，相关

的文化物品损坏甚至完全消失，使这些文化缺少后续传

承的基础。而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营造出当时的文

化氛围，可以让人们仿佛置身在非遗文化环境和氛围中，

身临其境，全方位的感知和体验相关文化。虚拟现实技

术大大提升了文化的交互性，用户在进行相关操作后，

就能够在虚拟现实环境中获得相应的信息，同时也能够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1.2 虚拟现实技术在蒙古族文化传承中的应用价值
虚拟现实技术综合应用了多种科学技术，包含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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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效果比较突出的 CAVE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这一
虚拟现实系统以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显示系统、人机

跟踪交互系统以及三维计算机技术构成一个高级的虚拟

现实应用实验室，这一系统具备高分辨率、强沉浸感以

及良好的交互性特点。虚拟现实技术在蒙古族的传统服

饰、舞蹈、短剧等文化传承中的应用，都发挥了较好的

效果。

蒙古族有 28个部落，不同部落有不同的部落服饰，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全息实验室中，就通过短剧、

舞蹈等形式，展示了不同部落的服饰文化，在屏幕上，

相关人物画面真实、立体感强，仿佛可以直接触摸。这

种技术通过干涉和衍射原理应用，可以记录和再现物体

的立体图像。将虚拟现实技术和蒙古族文化进行融合，

大大增强文化的可视性、交互性、沉浸性等，相关技术

也成为区域文化传承中的重点研究方向。

目前，该系统除了蒙古族服饰，还收集了蒙古族文

物古迹、歌舞、寓言故事等大量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素材，

形成了蒙古族文化数据库，为我区民族特色文化展示提

供了数据和技术支撑。内蒙古安达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

司承担的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蒙古族文化大数据应用

与服务业融合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经过 3年的不懈努
力，成功将蒙古族文化与科技相融合，形成大数据应用

并对传统服务业进行转型升级，目前转化收益已达 1000
多万元。

在具体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中，还越来越多的融合

了现代科技，例如，全息投影技术、AR增强现实、数字
动漫技术、VR虚拟现技术等，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应用
在蒙古族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歌舞剧、动漫、

寓言、服饰等方面，通过技术的革新和应用，有利于对

蒙古族的优秀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目前，在蒙古

族的相关部落博物馆和展览馆中，随处可见虚拟现实技

术的踪迹，通过相关技术和地区文化的整合，将地区的

一些优秀文化通过更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大大增强了

文化的魅力与影响力。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草

原英雄小姐妹事迹，借助动漫的形式来呈现这一故事，

让观众能够带着真情实感去品味和解读地区文化，感受

蒙古族儿女的血性和果敢，通过调动观众的多方面感官

来刺激和打动观众，实现文化价值观的有效传承。

3  虚拟现实技术在蒙古族文化传承中的应用前景

随着目前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文化

传承中的应用不断增多，在蒙古族文化的传承中，借助

虚拟现实技术，相关的文化传承工作效果还将进一步增

强，且虚拟现实技术目前和社会先进的技术融合也在进

一步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效果还将

进一步增强。例如，在虚拟现实技术和 AR技术的融合
中，对文化传承来说，具有颠覆性的巨大意义，它在文

化传承中的应用可以延伸出无穷无尽的探讨。用户佩戴

上 AR眼镜或者在手机上安装 AR应用，就能获取当地
蒙古相关部落文化和文物等详细介绍，了解文化的发展

历史、文物的一系列创造和保护价值等信息。AR文化
传承，就是运用 AR增强现实技术，让用户与相应文化场
景中的人和物实现实时互动，让相关的文化信息更方便获

取、文化体验安排更个性化。利用 AR增强现实技术和高
速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导航定位、信息

浏览、文化浏览规划、在线预订等，大大提高文化传承的

自主性和舒适度。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更多高新技术的整

合应用，让用户的文化体验和感知更加全面和立体。

4  结语

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传承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以蒙古族的文化传承为例，可以看到，虚拟现实技术和

相关技术的综合应用，有效的复制和还原了区域的一些

优秀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在文化传承和交互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就虚拟现实技术在文化传承中的应用前景来看，

这一技术还将进一步推动文化传承和发展，提升传承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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